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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度达九十年时空、历经三种不同社会制度、本市历史上第一

部《常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商会)志》编成出版，是全市工商界的一件

盛事，可喜可贺! ．

～

这部志书不仅记载了常州市工商联(商会)起源、变革、发展的

史实，同时也记载了常州民族工商业的兴衰、变化、发展的历吏．是

一部较完整、系统的资料书。我觉得，将它编纂整理出来，给后人留

下一点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常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早在1906年就正式成立了

武阳商会，辛亥革命后改称武进县商会。武阳商会和武进县商会为

促进常州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进步作用，还为社会公益事业

如捐资修路造桥、创办学校、图书馆、公园等作出过贡献。新中国成

立后，常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开始筹备，1953年正式成立。这是一个

与旧商会性质完全不同的组织．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商界组织

的人民团体。常州市工商联为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在中

共常州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市委统战部的具体指导帮助下，



团结全市工商业者，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事业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被评为全国和全省工商联系统的先进单

位。

温故知新。回顾历史．是为了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中更好地把握

当今和未来，这就是我们编写此书的目的和意义。

历史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工商联组织的性

质、作用也随着发生变化。工商联已成为一个统战性为主、兼有经济

性、民间性的人民团体和民间商会，肩负着党赋予我们的“团结、帮

助、引导、教育"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重任，是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

济的助手，是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桥梁。希望广

大会员继承和发扬工商联历史的光荣传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为实现“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为振兴中华、建设常州谱写

更新更美的篇章。

1 9 9 6年8月



●‘

一、本志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记述常州市工商联的历史和现

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断限，上起1 905年，下迄1995年，概述、大事记等适当

上溯。

三、本志记述范围为全市，以市区为主。清末为武进、阳湖两县，

民国为武进县，解放后为常州市。1983年3月起含武进、金坛、溧阳

事分类。横排纵记。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

体。
。

本层次为章、节、目三层，但因事而异．惟以记清事实

本采用公元纪年。民国前加注朝代年号，农历月、日，

历用阿拉伯数表述。解放前、后以1949年4月23 El

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少数不宜分割的用记事本末体。

志人物除以事系人外，人物章设传略、简介、当选代

誉录四节。传略记述已故的工商联，(商会)历届主‘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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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前两节按生年排列，后两节按届次和年代排列。
。

九、『为保存史料，本志附录尽量接原件收录或节录有价值的历

史材料，包括七至十届本会会员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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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从公元前547年(周灵王泄心二十五

年)命名延陵以来，已有2500多年历史。公元281年(西晋武帝太隶二年)置毗

陵郡开始，长期成为郡、州、路、府治所在地。清代，被誉为“八邑名都圩、“中吴要

辅’’。常州，有广袤的肥沃平原，气候温和、物产丰饶，素称“鱼米之乡’’。农业和

手工业的不断发展，促使商业经济渐趋繁荣。隋大业年间大运河开通后，常州

成为商品集散中心和著名的米市之一。唐宋年间．每年运粮300万石，城郊旗

亭旅舍，房屋相连，为新兴的商业区。州府衙门设有市令管理市场。宋朝．后河

两岸(今小营前一带)商贾云集，形成闹市区，时称“大市挣。明代，集市延伸至运

河两岸的西瀛里、西直街、豆市河、米市河等处。尤以粮米、棉布、梳篦等心为

盛。明末清初，常州梳篦大发展，蜚声中外，为朝廷必备贡品，赢得-宫梳名篦’’

之美称。城区有篦箕巷、木梳街路名，有“文亨穿月、篦梁灯火’’胜景。织绢、染

坊、冶坊、变蛋、蜜饯等手工业作坊、工场相继出现。较大规模的场、坊开始雇工

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清末，布庄多达百余家，土布营销辐射全省

县、乡和浙、皖、鲁、豫等省。豆、木、钱、典又为常州商业的四大支柱行业。城区

店铺林立，市场繁荣，为苏南经济富庶地区之一。不少行业为协调同业之间的

关系，先后建立同业公所、同业公会、茶会等民间行会组织。1905年(清光绪三

十一年)四月，邑绅恽祖祁、于定一等发起筹建武(进)阳(湖)商会。次年，清廷

正式颁布护商令和商会组织章程，容许并推动各地组织商会。武阳商会筹备处

即参照廷颁组织章程制订会章。于三月正式成立武阳商会。会址先设磨盘桥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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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业公所内。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在双桂坊旧延陵书院废基建新会所，落成

后迁入。武阳商会领导人称总理。辛亥革命后，1912年改称武进县商会。武进

县商会领导人先称会长，后称主席。1937年11月，常州沦陷。日、伪军、汉奸及

地痞、流氓横行，商民安全没有保障。工商界部分人士于1938年4月成立武进

工商俱乐部。通过与日伪大小头目结交、玩乐等手段．换取他们约束部下以减

少对商民的滋扰，并代办对商民的索需。1942年10月，成立伪武进县商会，应

付各种“官差”。抗日战争胜利后，武进县政府于1946年1月组成商会筹备委

员会。3月，武进县商会重新成立，实行理、监事制．由会员代表选出理事、监

事，由理事长、常务理事主持日常会务．当时下辖67个同业公会。

武阳商会和武进县商会成立期间的主要活动及业绩有下述五项：一、推动

工商业者创办实业与洋货竞争。曾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劝导各业派人

出洋考察学习，倡议兴办工厂，后又帮助组建和慎银行，为常州金融业中最早

的银行。1910年(清宣统二年)，举办常州府物产会，将府属8县之地方产品汇

集展销、相互观摩促进，同时举办工商奖进会，对产品质量进行评比。为推动工

商业的发展。1915年，商会主要人物筹设大纶纱厂、筹组常州纱厂、富华银行

等，1916年专设地方产品陈列所。期间，还多次组织地方产品参加巴拿马太平

洋博览会和美国费城博览会、江苏省、浙江省、南洋劝业会以及南京、上海等地

的商品展览，使不少产品扩大了销路。二、为地方公共事业、公益事业出钱出

力。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商会总理恽祖祁筹巨款发起创办常州府中学

堂(今省常中)。同年在建商会新会所时，将余地辟为公园，时称“公花园"(今人

民公园)。1909年(宣统元年)，商会集资建造5开间楼房1幢开办图书馆(今

群众艺术馆)并负担常年经费。1912年，支持创办商业补习学校，培养经营管

理人才。1918年在文在门北侧辟第二公园。经常关心资助贫儿园和工学团等

贫民教育，推动木业出资补助地方教育经费，资助武进医院、红十字会、育婴堂

等保踺、保育单位，举办善举．逢年过节向贫苦孤独发放粮米等。三、筑路、浚

河。商会对筑路、浚河等交通事业投入了大量经费。早在1911年(清宣统三

年)，出资修筑火车站至中山门的道路．时称商会新筑路(今新丰街)。1918年．

又会同公益事务所发起筑成中山路、博爱路西段及西门外新马路(今怀德路)，

东、西横街原土路加铺金山石片。还多次促成工商界人士个人出资建成琢初

桥、椿庭桥、润芝桥、世丰桥等桥梁。为改善航运条件。防止或减少船舶与木排

拥塞河道，1917年，工商界自筹经费设置理河局，招募巡丁，专司清理西门外

河道。1923年．筹集经费2万元．用切滩挖浅办法疏浚市河及南运河。之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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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自赡机船．常年疏浚河道。在1928年浚德胜河、关河，1931年浚京抗运河常

州段．1935年浚西运河等工程中．商会均承担经费的筹集工作。四、办理平粜。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和1910年(清宣统二

年)．苏、皖水灾严重，粮食紧缺，米价飞涨，商会曾三次筹款，办理平粜，并护送

灾民出境，安定地方秩序。1920年春荒，商会再次办理平粜20天，粜米近4000

石，差价概由商会承担。次年，沙洲水灾，商会又筹募赈捐1．5万元。1931年

秋，全国发生特大水灾，受灾地区遍及16个省。商会募得赈款2万余元，汇集

后转汇上海急赈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商会亦举办救灾赈济和平粜。五、建商

团、设救火会。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商会自办商团，选各商户青年参加值

勤，配备步枪、子弹等，分地段驻防、巡逻，维护社会治安。直至1934年商团改

编为县保安总队保安团。商会为防火灾发生，在20年代初，多方筹集资金，分

别在城内外建立救火会。1922年1月，成立武进县救火联合会．下辖lo个救

火分会，商会会长卢正衡任会长，遇有火警便于统一指挥调度。至1949年常州

解放时，救火联合会已辖17个分会。1950年1月，市人民政府参与协办。1952

年10月，救火联合会这一民间的消防组织为政府设立的市消防总队取代。

常州解放初期，在市人民政府领导下，武进县商会作为工商界群众团体，

在恢复生产、维持经营等方面继续发挥其作用。1949年9月28日，市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提出建议筹组常州市工商业联合会。10月12日，筹组发起人集

会，组成筹委会，何乃扬任主任委员，着手接管旧商会和推动各同业组织起来，

研究生产运销，宣传人民政府所公布的政策、工商法规，调查产品的产销情况

等。1953年1月10日至13日，‘市第一届工商界代表会议召开，在总结三年多

来筹委会工作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常州市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市工商联)。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市工商联共召开6届会员代表大会，刘国钧、张允

溪先后任主任委员。期间，市工商联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动员工商界恢复

和发展生产，积极经营；开展支前、支农和救灾活动，协助政府加强市场管理；

积极参加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踊跃认购人民胜利折

实公债、捐献飞机大炮，同时，积极协调劳资关系。推动各行业、基层企业建立

劳资协商会议制度。协助政府举办工商登记和重估财产。组织和支持染织业、

机器业、木业等中小企业成立联营、联购、联销处，改善经营，推动木业、豆业、

粮食业、纱布业等批发商转业，教育工商界成员学习、执行新税法．完成纳税任

务，鼓励工商业者守法经营。努力推动成员接受国营经济领导，支持工商企业

通过委托加工、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形式，把私营企业的生产经营，纳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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